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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磊 谢文博） 已建
成全球最大、 横向到边、 纵向到
底的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网
络，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
续保持在 90%以上， 艾滋病病死
率 、 结核病报告发病率显著下
降， 重点地方病病区县总体控制
消除率达到 99.9%…… 6 月 17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京召开的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
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一系列数字， 彰显着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重大疾病防控工作取得
的进展与成效。

疾控体系： 能力提升
疾控体系保障着人民身体健

康， 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支撑。
“已有国家、 省、 市、 县 4 级疾控
中心 3376 家， 卫生技术人员达到
15.8 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 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 各
级疾控机构的能力得到很大提
升。”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
巡视员、 副局长雷正龙说。

能力的提升体现在多个方
面。 10 年来， 我国疫情监测及时
性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特别是近
两年， 通过中央转移项目， 进一
步扩大了对新冠等传染病的监测
范围。 我国还建立了国家、 省、
市、 县 4 级实验室检测网络， 各
级实验室分工协作， 共同完成检
测任务。 在国家层面， 中国疾控
中心现有流感、 脊髓灰质炎、 麻
疹、 乙脑 4 个世界卫生组织参比
实验室。 此外， 近两年， 中央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援各地开展培

训， 使流调能力、 处置能力都得
到了很大提升。

传染病防治： 成就突出
“我国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控，

10 年间， 27 种甲乙类法定传染病
年报告数下降了 19.3%， 其中肠道
传染病下降了 67.9%， 呼吸道传染
病下降了 35.6%。” 雷正龙说。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 输血传
播基本上阻断， 母婴传播和注射
吸毒传播也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10 年间， 抗病毒治疗定点机构由
3400 多个增加到 6000 多个， 检
测人次数增至 3.2 亿， 抗病毒治
疗比例和治疗成功比例分别提高
到 92.6%和 96.4%。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世卫组
织宣布我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
在公共卫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 对于同样在我国也有很长流
行历史的血吸虫病 ， 截至 2021
年 年 底 ， 我 国 451 个 流 行 县
（市、 区） 都达到了传播控制或
以 上 标 准 ， 较 2010 年 增 加 了
15.71%。 近 10 年来 ， 没有因新
感染而出现晚期血吸虫病患者。
此外，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预防
的传染病已达 15 种， 适龄儿童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 多种疫苗可预防传染
病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慢病防治： 健康口号深入人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

长吴良有表示 ， 过去 10 年， 累
计建成了 488 个国家级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和千余个省级示范
区， 建设健康社区、 健康步道、

健康公园等 8.7 万个， “管住嘴、
迈开腿” 等健康口号深入人心，
群众自觉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意
识和能力显著提升。

吴良有介绍 ， 自 2016 年我
国颁布实施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开始， “降低重大慢
性病过早死亡率” 已成为我国慢
性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标。 2021
年， 我国居民因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
病这 4 类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为 15.3%。 这意味着每个人在 30
到 70 岁死于 4 类重大慢性病的
可能性为 15.3%； 较 2015 年下降
超过了 3 个百分点， 降幅达到了
17.3%， “这个年均降幅接近全
球平均降幅的 3 倍”。

心理健康： 突发事件心理干
预建章立制

公众对精神卫生的关注度与
日俱增。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陆林介绍， 截至 2021 年年底， 全
国在册登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的规范管理率达到 92%。 此外，
全国目前有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
构 5936 家， 10 年间增加了 205%，
全国现有执业注册的精神科医生 5
万余人， 10 年间增加了 144%。

陆林表示 ， 近 10 年来 ， 我
国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干预工作经
历了从无到有 、 建章立制的过
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以公
立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防治机构
为主， 专门成立了新冠肺炎防治
心理服务队伍， 设立了心理援助
热线 660 多条。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疾控工作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综合消息 6月 17日， 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
控有关情况。 发布会指出， 全国疫情形
势目前总体平稳， 但是局部疫情仍然有
波动， 要统筹做好高校疫情防控和毕业
生就业工作， 要细化落实离校返乡政策，
按照当前国家疫情防控 “九不准” 的规
定要求， 重点纠正不落实离校返乡政策，
特别是层层加码限制学生返乡的不合理、
不合规做法。

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
员刘培俊强调， 各高校要按照当地疫情
防控政策要求， 精准制定和细化落实校
园招聘活动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落实校
园招聘疫情防控专项措施。 高校所在城
市连续 7 天及以上社会面无新发疫情，
可组织开展校园招聘； 进校招聘人员需
满足 7 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
（区） 旅居史， 进校时提供 48 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此外， 教育部高校学生
司副司长吴爱华指出， 对因疫情延迟离
校的毕业生， 可以延长报到入职、 档案
转递、 落户办理时限。

刘培俊介绍， 根据 6 月 3 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 满足条件的返乡
学生， 免除集中隔离观察； 确需隔离的
返乡学生， 免除集中隔离费用。

本报综合消息 6月 15日， 国家卫生
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发布 《猴
痘诊疗指南 （2022 年版）》。 这也是我国
首次发布有关猴痘的诊疗指南。 《指南》
指出， 猴痘为自限性疾病， 大部分预后良
好。 目前国内尚无特异性抗猴痘病毒药
物， 主要是对症支持和对并发症的治疗。

《指南》 指出， 猴痘潜伏期多为 6～
13 天， 发病早期出现寒战、 发热， 体
温多在 38.5 摄氏度以上。 多数患者出
现颈部、 腋窝、 腹股沟等部位淋巴结肿
大。 发病后 1～3 天出现皮疹。 皮疹首先
出现在面部， 逐渐蔓延至四肢及其他部
位， 皮疹多呈离心性分布， 面部和四肢
皮疹较躯干更为多见， 手心和脚掌均可
出现皮疹； 也可累及口腔黏膜、 消化
道、 生殖器、 结膜和角膜等。

《指南》 指出， 出现上述临床表现者，
同时具备以下流行病史中的任一项可判定
为疑似病例： 发病前 21 天内有境外猴痘
病例报告地区旅居史； 发病前 21 天内与
猴痘病例有密切接触； 发病前 21 天内接
触过猴痘病毒感染动物的血液、 体液或分
泌物。 疑似病例且猴痘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或培养分离出猴痘病毒的， 为确诊病
例。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 05版）

��������6月 16日， 怀化市通道
侗族自治县卫健系统医护人
员开展义务医疗咨询及健康
知识宣传活动， 向广大群众
普及健康知识， 引导居民提
高健康意识。 同时， 通过免
费测量血压、 接受关节炎、
乳腺增生等疾病的健康咨
询， 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和
保健需求。

李政灿 摄

广场诊所惠民生

详见 04版
春风化雨 载 精益卓越向未来———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70 周年发展纪实


